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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sjogren’s  syndrome，SS）是一种

涉及多器官、多系统病变的免疫性疾病，也是唾液腺

最具代表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表现以口干燥

症状群、干燥性角结膜炎以及其他浅表部位外分泌

腺体的干燥症状为主。本病女性多见，好发于绝经

期以后女性，发病年龄大多在40~50岁[1]。目前西医

主要采用对症处理和针对并发症的治疗，对重症患

者使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治疗，但不良反应

较多且疗效未得到普遍认可。中医学将本病归属于

“燥痹”“内痹”等范畴。相关实验研究表明中医药

对SS有一定疗效，其在改善患者唾液腺和泪腺功能

方面的效果较好[2]。肾在液为唾，藏精主水，肾阴为

人体阴液之根本，因此，肾功能的失调与SS的发生密

切相关。现将从肾论治SS相关研究进展论述如下。

1 从肾论治SS中医理论基础

1.1  肾主藏精，精充燥润  肾主藏精，《素问·六节

藏象论》曰：“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素

问·金匮真言论》曰：“夫精者，生之本也”。肾中所

藏之精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具

有滋润濡养脏腑、形体、官窍等作用。肾精充足，则

脏腑形体官窍得养而功能正常；若肾精亏虚，滋润

濡养功能减退，则可表现出一系列干燥之症。SS的

临床表现中包括各种干燥症状，如口干燥症状群、干

燥性角结膜炎以及其他浅表部位外分泌腺体的干燥

症状，多与肾精亏虚有关。同时肾精化肾气，肾精不

足，肾气失司，水湿停运，散布障碍亦可表现为双目

干涩、口干咽燥等症状。SS病程发展中还存在因血

虚失于濡润而出现的各种干燥症状，精血同源互化，

肾精充足，血有所生，则诸燥得润。

1.2  肾主水液，气化津行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

“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主水主要是

指肾气具有调节全身津液代谢的功能，同时在体内

津液代谢的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素问·逆调论》

称“肾者水脏，主津液”，气行则水行，肾气充足是肾

主水生理功能发挥的前提条件。肾气充足，蒸腾气

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则四肢百骸得养；若肾气亏

虚，调控作用失常，津液生成不足或输布障碍，则导

致孔窍及皮肤失其濡润，出现一系列干燥症状。SS

与肾水亏虚，肾阴不足有关，因此，补肾气、滋肾阴、

化津液常贯穿于SS的治疗之中。

1.3  肾主唾液，上承滋润  “肾在液为唾”始见

于《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曰：“五脏化

液，心为汗……肾为唾，是谓五液”，即五液说。《难

经·三十四难》曰：“肾……其液唾。”唾液为肾水上

承于口的部分，归属于肾。肾经循行入口是肾主唾

的基础，肾经直行之脉向上循行通过肝与横膈，后进

入肺中，沿着喉咙，挟于舌根两侧，上承于口即为唾

液。因此，肾之盛衰可通过口内唾液分泌反映。若

肾精、肾水充足，上承于口，则唾液分泌正常，保持正

常的滋润作用；若肾精亏虚，唾液分泌量少，可见口

舌干燥、口渴欲饮等一系列津液缺乏症状，导致SS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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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肾论治SS现代作用机制研究

目前本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西医认为与遗

传因素、免疫紊乱、病毒感染（主要为EB病毒）、内分

泌紊乱等因素相关。现代研究发现，从肾论治SS，其

内在的作用机制主要与补肾中药可以调节机体激素

水平和促进唾液分泌有关。

2.1  补肾益精，调节激素水平  性激素比例失调是

SS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会影响机体的免疫反

应[3]。李超荆等[4]认为，脑-肾-冲任-胞宫是肾对生

殖功能的调节轴，通过调节肾阴肾阳从而调整机体

雌激素水平。郑玥琪等[5]将40例SS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中药补肾润燥方和羟氯

喹治疗12周，结果发现治疗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且补肾润燥方提高SS患者唾液性激素水

平的同时，也能减少β2微球蛋白（β2-MG）和钙卫

蛋白S100A8的生成。还有学者研究发现，雌激素对

SS的发病有双向调节作用[6]。补肾中药能够调整SS

患者的性激素水平，从而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和淋

巴细胞的聚集[7]。

2.2  补肾滋阴，促进唾液分泌  肾在液为唾，唾液

的分泌与排泄与肾功能的盛衰密切相关。郑玥琪

等[8]通过临床观察发现补肾润燥方在改善SS肝肾阴

虚证中老年女性患者主观症状、唾液流率、泪液分泌

功能方面具有较好疗效。巩振东等[9]通过实验研究

发现，肾虚体质和肾虚证候组SD大鼠唾液代谢物的

成分和显微镜下的腮腺组织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近年来，唾液蛋白组学研究在干燥综合征诊治中逐

渐受到重视，SS患者唾液成分的改变与其病情密切

相关。意大利学者通过蛋白组学检测发现，200个唾

液蛋白斑点中，SS患者与健康人有14个蛋白斑点存

在显著差异[10]。

3 从肾论治SS常用治则治法

3.1  滋肾养阴，补益肾气  肾气亏损、肾阴不足是

SS发病的根本病因，故临床治疗SS多采用补益肾

气、滋肾养阴之法。马居里教授认为人体内的所

有有形物质皆属于阴，阴的精粹在于精血，精血之

根本在于肾，肾精又可转化为气，为人体元气之

根，故SS的治疗离不开滋肾，治疗原则为护肾润

燥，方用六味地黄汤配以太子参、黄芪[11]。丁锷认

为对于内痹的治疗，养血荣筋、固本益气应贯穿始

终，对于年老肾虚者，宜酌加滋补肝肾之品，肾阴

虚者可选六味地黄汤加减，肾阳虚者可配伍仙茅、

狗脊、附子等[12]。吴生元认为SS根本病因在于肾

阳不足引起的津液代谢失常，因此，温肾阳、化津

液常常贯穿于各种治法之中，故杜仲、补骨脂、益

智仁、骨碎补等温阳之品处处可见[13]。

3.2  乙癸同源，补益肝肾  肝藏血，开窍于目，泪为

肝之液，为肝血所化，肝血不足导致肝阴亏虚，阴液

亏虚不能上承于目，可引起双目干涩、视物模糊等症

状。肝血不足的实质为肾精亏损，肝藏血，肾藏精，

精血同源互化，肝血亏虚不足又往往责之于肾精亏

损。周丹萍等[14]通过查阅近10年的文献，发现肝肾

阴虚是SS最常见的证型。张华东教授认为对于乙癸

乏源型SS，治宜滋肾益精、养血柔肝、养阴润燥，方用

归芍地黄丸加减；水不涵木型SS，治宜滋肾凉肝、育

阴潜阳，方用杞菊地黄丸合虎潜丸加减[15]。刘征堂

等[16]认为，SS病程日久，病势迁延，累及肝肾，导致肾

阴肝阴受损，不能濡润脏腑筋骨、四肢百骸，病在下

焦，宜滋阴润燥、补益肝肾，临证多选用生地黄、山萸

肉、枸杞子、女贞子等。周仲瑛教授认为治疗燥痹应

区分肺胃和肝肾阴液损伤的主次，病在肝肾者，多以

滋肾养阴、补精填髓为主，代表方为六味地黄丸、大

补阴丸、增液汤、二至丸等，在用药时合以白芍、乌梅

等酸涩收敛之品，根据酸甘能化阴的原理，常可收到

较好的疗效[17]。

3.3  金水相生，滋肺养肾  肺主行水、通调水道，肾

主水，在液为唾，人体津液的代谢与肺肾的生理功

能密切相关。从五行关系来说，金水相生，肺为肾

之母，若肺失宣发，则津液不能上输于头面诸窍，导

致皮肤毛发失于肺阴的濡润。故临床治疗SS多采

用补肺益肾，补母益子之法，常选用沙参麦冬汤、百

合固金汤等清肺润肺、滋养肺肾。鲁璐等[18]将58

例SS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30例和对照组28例，分

别服用益气增液汤和硫酸羟氯喹片治疗3个月，结

果发现治疗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
疗组患者的唾液流率、泪流量较治疗前均明显改

善（P<0.05），且治疗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也有学者根据肺与大肠相表里的理论依

据，提出“肺肠合治法”治疗SS，为干燥综合征的治

疗扩宽了思路[19]。

3.4  后天促先天，补脾益肾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

后天之本，脾肾的关系表现为先天与后天的互资互

助；同时脾主运化水液，肾为主水之脏，脾肾的关系

还表现在水液代谢方面。后天促先天，补脾可以益

肾，水谷精微的运化也有助于肾中精气的充盈和成

熟。SS病程日久出现神疲乏力、气短多汗等脾虚症

状，治宜益气健脾、补益脾肾，可选用参苓白术散、

补中益气汤等方剂。卢绍城[20]认为SS出现吞咽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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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关节肿痛、肌无力等症状，与脾胃水液代谢异

常密切相关，方选沙参麦冬汤和健脾益气生津方加

减治疗，临床疗效显著。周乃玉教授强调脾虚在SS

病程中占据首要地位，治疗上以健脾益气为根本法

则，临证常用四君子汤去人参加黄芪为基础方进行

治疗[21]。陈盛等[22]认为SS以脾虚阴亏为本，燥毒血

瘀为标，治疗思路上当从脾入手，把健脾益气贯穿

治疗的始终，强调益气养阴不忘健脾，解毒化瘀兼

顾脾胃，自拟健脾益气养阴方加减治疗SS取得较好

疗效。

4 结语

综上所述，医家从肾论治SS，或滋肾养阴、补

益肾气，或乙癸同源、补益肝肾，或金水相生、滋肺

养肾，或先后天互资，补脾益肾，均取得了较好的

临床疗效。肾为先天之本，肾阴为人体阴液之根

本，补肾中药通过调节激素水平，促进唾液分泌，

调整免疫功能，从而改善SS患者全身及局部症状。

SS病程长，将滋肾阴、补肾水贯穿于整个治疗过程

中，蕴含着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思想，同时能够

降低西医替代疗法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具有较高

的安全性。

近年来，中医学者对干燥综合征的关注度不断

上升，中医药干预SS具有多环节、多方位、多靶点的

特点，但是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欠缺，研究内

容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相

关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临

床疗效为核心，多角度、多层次探讨SS的发病机制、

治疗方法，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特点，以期从根本上

防治SS，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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